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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青縣民政局肖局長上一眼，下一眼打量着一
早就來「圍堵」自己要錢修房的周汝珍說：「金牛鎮敬
老院這幾年平均一年換一個院長，大師傅都被『老八
路』打跑了，男同志都幹不了，你一個農村婦女，幹得
了嗎？」轉眼到了2013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劉雲
山握着周汝珍的手關切的說：「還能幹下去嗎？一定要
保重身體。」
周汝珍是青縣康復敬老院院長。2013年，她榮獲第四屆
全國道德模範提名獎，受到了習近平總書記的親切接見。
1988年，該縣金牛鎮敬老院住着一群無兒無女的「老
八路」，由於敬老院的工作人員當時都是男性，就請村
裡的婦女主任周汝珍過來幫個忙。幫了沒幾天，敬老院
的18個老八路一起跑到鎮政府說，發現一個人才，就
是周汝珍，希望她來當院長。

既當閨女 又當奶奶
26載春秋，九千多個日夜，周汝珍從不嫌髒怕累，捨小
家顧大家，把先後入院的180多位，大都生活不能自理的
孤寡病殘老人，照顧得無微不至、順心順應，她還先後為
140多位在這裡去世的老人料理後事，被稱之為「大孝閨
女」。2007年民政局把收養殘疾棄嬰的任務劃給了周汝
珍，她現在又成為了8名棄嬰的「奶奶」。古稀之年的她
就這樣既當閨女，又當奶奶，助人為樂、無怨無悔。
周汝珍一頭黑髮，圓圓的臉上一直掛着笑容，很慈

祥。當記者得知她的年齡和「超齡服役」十幾年的經
歷，不禁被她折服。她這個年齡本來是應該在家，兒孫

滿堂，被人照顧而不是照顧別人。
周汝珍一邊請記者進敬老院，一邊抱着年僅4歲的黨

愛心小朋友。她說，想再擴大規模，因為整個青縣沒有
進敬老院的五保戶還有818人，希望能有更多的老人得
到照顧。在敬老院中，周汝珍永遠是老人們的中心，她
走到哪裡，老人們就聚在那裡。在周汝珍看來，敬老和
養老完全不是一個概念，「敬」最為重要。
敬老院曾經有個「老八路」叫于軍權，曾在戰鬥中被打

斷腸子，每周都得灌腸一次。由於敬老院沒有大夫，周汝
珍就自學，並給老人灌了二十年。老人在彌留之際，拉着

周汝珍的手說，周院長，好閨女，你這二十年真是不容
易，這輩子是報答不了恩了，下輩子變個驢，給你們家幹
活去。老人的話雖糙，但是透着溫度，飽含真情。

超期「服役」退役無期
十年前，周汝珍曾萌生退休的念頭。那一年，因為害

怕雷雨澆壞變壓器，回家辦急事的周汝珍騎着摩托急匆
匆趕往敬老院，途中出了嚴重車禍。老人們打聽她住院
了，當時還能走動的28個老人就互相攙扶趕到了縣醫
院，在病房外跪了一大片，說周院長你可不能走，聽說
你要辦退休，你可不能走。周汝珍掙扎着身體，從床上
爬下去也跪下去保證不走。
醫院不能住了，周汝珍回家養病，老人們又找到了

家裡。僅休息了5天，周汝珍又回到了敬老院，她也
乾脆斷了「退路」，把家

就安在了敬老院，後來還把老伴趙怡如發展成「賢內
助」。隨着周汝珍年齡的越來越大，找「接班人」也
提上了日程。趙怡如說，2007年，縣裡把各鄉鎮的敬
老院都集中到縣裡，最後剩下38個生活不能自理的就
送到這裡了，還有一些患精神疾病的，一見人多就脫光
衣服。原來縣裡曾經安排過三個女大學生來接班，結果
都被嚇跑了，大姑娘哪見過這個場面。

「離不開這個親閨女」
敬老院中，身患眼疾的吳光志、雙腿殘疾的張文國、
92歲的王淑蘭、戴從河、王松泉……這些老人最長久的
已在這個敬老院住了十餘年。他們一致表示已離不開周
汝珍這個親閨女。他們說，在敬老院被照顧得很舒適、
幸福，吃得也好，每天中午一肉一素，未來希望早餐再
加個鹹鴨蛋。
「我還能幹下去」，周汝珍雖然說得輕鬆，但是記者
知道，壓在這個72歲的老人身上的擔子比誰都重。

國共內戰全面爆發後的1946年7月，
解放軍第一次解放青縣的戰鬥打響。7
月6日傍晚，時任中共青縣東空城村村
支書的董森峰作為嚮導，帶着一個連的
戰士上了前線，任務是攻打縣城北街。
戰鬥的前期進行得很順利，但兩天後，
國民黨高鴻基部坐着火車殺到，對解放
軍進行了前後夾擊。
鄉親們冒着槍林彈雨，把負傷的戰士
搶下了前線。這次戰鬥中，有30個犧牲
的戰士就長眠在他們村，包括連長。第
一次解放青縣的戰鬥就這樣失敗了，這
是董森峰的兒子董俊昌在家對記者講述
的父輩故事。

爺倆兩代人守墓67年
董俊昌在村中當了一輩子教書匠，
登入他的家門，記者發現就算是以該
村的標準來說，也是非常破舊落後。
院牆是幾十年前的土坯牆，最醒目的
家用電器是一台使用了幾十年的北京
牌黑白電視機。
在過去，青縣的大運河時常氾濫，當

時立的墓碑都被大水沖走了，這些陣亡
戰士都成了無名烈士。從 1946 年到
2013年，他們爺倆兩代人守了67年。
村裡的幹部向記者介紹，其實從1968

年起，就是董俊昌「子承父業」，開始
守墓。
董俊昌說，1968年6月5日，自己從

青縣一中高中畢業回到家裡，那時候父
親被打成了「走資派」經常挨批鬥，感
覺熬不下去了。那天父親把我帶到烈士
墓前哭着說：「沒什麼值得掛念的，唯

獨這些為了解放新中國的無名烈士，怕
（自己）走了（死了）墓以後沒人照
顧，這個擔子就交給你了。」
1971年，董俊昌在村裡的學校任教，

時常帶着自己的學生來到烈士墓前，講
述那段歷史。
改革開放後，有的村民想多種點地，

想擠佔烈士墓。這個一臉書卷氣，待人
和氣的鄉村教師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與
人動了手。

打掃的比祖墳還乾淨
村幹部說，在村裡，董家是個大家

族，但是董俊昌照顧烈士墓照顧的比家
裡的祖墳還乾淨。他退了休以後，烈士
墓就跟他家的責任田一樣，有事沒事就
去看看，除草培土。
元配妻子病故後，2001年董俊昌續了

弦，找了一個滄州市的老伴兒。他的老
伴兒趙淑雲對記者說，2001年農村條件
還很困難，自己在市裡有房子，就想把
他接到城裡享享福，安度晚年。但是這
個「倔老頭」說什麼也不肯離開村子，
和我說：「我不能去，我還有任務呢，
是我爸爸交給我的。」
2013年，青縣把這些無名烈士移到了

縣裡的烈士陵園，在移墳的前一天晚
上，董俊昌徹夜難眠，他哭了，這些烈
士已經成為了他的親人，捨不得讓他們
走。董俊昌說，這些烈士中，只知道連
長叫楊國華（音），犧牲時僅22歲，部
隊當時的番號是晉察冀八分區的63團。
這些年他也一直多方聯繫尋找，讓烈士
們回家，是他這輩子最大的心願。 在中國在中國，，婆媳關係是個千古難題婆媳關係是個千古難題。。俗俗

話說話說，「，「十對婆媳九不和十對婆媳九不和」，」，婆媳矛盾婆媳矛盾
一直使走入婚姻圍城的女性深受困擾一直使走入婚姻圍城的女性深受困擾。。

記者隨青縣的愛心團體來到了南記者隨青縣的愛心團體來到了南
菜莊村菜莊村105105歲老人殷玉蘭的家中歲老人殷玉蘭的家中
慰問慰問。。老人面目慈祥老人面目慈祥，，裹着小裹着小
腳腳，，除了耳朵有點除了耳朵有點「「背背」」之之
外外，，身體非常好身體非常好。。老人熱情老人熱情
的招呼記者吃水果的招呼記者吃水果，，剝香剝香
蕉蕉，，還告訴記者自己屬還告訴記者自己屬
鼠鼠，，就喜歡這個孝順的就喜歡這個孝順的
兒媳婦兒媳婦。。
殷老的兒子劉汝本告訴殷老的兒子劉汝本告訴
記者記者，，他們這個村是明代他們這個村是明代
遷來的遷來的，，400400來年還沒出來年還沒出
過這麼長壽的老人過這麼長壽的老人。。

「「就和兒媳婦投氣就和兒媳婦投氣」」
青縣快樂陽光愛心協會副會長卜凡龍青縣快樂陽光愛心協會副會長卜凡龍

向記者介紹向記者介紹，，每逢過年每逢過年，，他們都要走遍他們都要走遍
全縣的百歲老人家進行慰問全縣的百歲老人家進行慰問。。這麼多年這麼多年
來發現來發現，，老人長壽的背後都有孝順的子老人長壽的背後都有孝順的子
女女。。殷老奶奶的兒媳婦兒張恩玲都殷老奶奶的兒媳婦兒張恩玲都7272歲歲
了了，，老人在他們家一住幾十年老人在他們家一住幾十年，，從沒和從沒和
別的子女輪過班別的子女輪過班，，老人說老人說，，就和這個兒就和這個兒
媳婦投氣媳婦投氣。。
張恩玲每天都會給老人洗澡張恩玲每天都會給老人洗澡，，還會帶還會帶

着老人做健身操着老人做健身操，，用她的話說就是專職用她的話說就是專職
的健身教練員的健身教練員。。
劉汝本說劉汝本說，，人們都說人們都說「「老小孩兒老小孩兒」，」，

歲數大了都耍小孩子脾氣歲數大了都耍小孩子脾氣。。而且老母親而且老母親
耳朵有點聾了耳朵有點聾了，，還愛問還愛問，，說話聲音大了說話聲音大了
老人嫌嚷老人嫌嚷，，小了嫌聽不見小了嫌聽不見。。這點自己做這點自己做
得不如媳婦兒得不如媳婦兒，，從過門以來沒和婆婆紅從過門以來沒和婆婆紅

過臉過臉，，把老母親每天都哄把老母親每天都哄
得開開心心的得開開心心的。。

青縣位於冀東平原東部，東臨渤
海，北依京津，位置優越，交通便

利，歷史悠久，人傑地靈。古稱「永安」、「乾
寧」、「會川」、「清州」等。相傳這裡曾是盤古
擇居之地，現有盤古墓、盤古溝、盤古港、盤古里
（村）、盤古潭、盤古廟等多處遺跡，在中國盤古
文化史上佔有重要地位。隋煬帝開鑿的京杭大運河
在縣境內穿過，自古以來，此地商賈雲集、百業俱
興。目前，青縣已經成為全國最強最大的輸油氣鋼
管製造基地、環京津地區最大的針織毛衫生產加工
基地、環京津地區重要的民用鋼材生產基地、中國
北方最大的電子機箱配套加工基地和
全國無公害蔬菜生產基地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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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孝閨女」周汝珍 無私敬老26載

在青縣流河鎮在青縣流河鎮，，提起為提起為
「「迷糊爺迷糊爺」」養老送終的崔養老送終的崔
金蘭一家金蘭一家，，大家都豎起大大家都豎起大

拇指拇指。。
「「迷糊爺迷糊爺」」大名李文德大名李文德，，是青縣流河是青縣流河

鎮李豹莊村人鎮李豹莊村人，，從小智力有些問題從小智力有些問題，，成成
天迷迷糊糊天迷迷糊糊。。19641964年年，，他的繼父去世之他的繼父去世之
後後，「，「迷糊爺迷糊爺」」就再無人照顧就再無人照顧，，平時就平時就
以撿垃圾為生以撿垃圾為生。。

「「迷糊爺迷糊爺」」不請自來不請自來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有一天天降大有一天天降大

雨雨，「，「迷糊爺迷糊爺」」不請自來到崔金蘭家吃不請自來到崔金蘭家吃
飯以後飯以後，，就再也不走了就再也不走了，，把那裡當成了把那裡當成了
家家，，度過了幸福的晚年度過了幸福的晚年。。
雖然雖然「「迷糊爺迷糊爺」」已經過世多年已經過世多年，，但是鄉但是鄉
親們提起崔金蘭一家親們提起崔金蘭一家，，都說這是個好人家都說這是個好人家，，
平白無故養了個平白無故養了個「「傻伯傻伯」，」，對外人避之不及對外人避之不及
的的「「拾破爛兒的拾破爛兒的」」都能當親人看待都能當親人看待。。
崔金蘭對記者說崔金蘭對記者說，，自己的文化程度不自己的文化程度不
高高，，和和「「迷糊爺迷糊爺」」鄉里鄉親的鄉里鄉親的，，看着他看着他
無人照顧就覺得可憐無人照顧就覺得可憐。。而且這個人人品而且這個人人品
特別好特別好，，而且很有志氣而且很有志氣：：別人不給的吃別人不給的吃
喝喝、、錢財寧可餓着也一概不動錢財寧可餓着也一概不動。。他推門他推門
就進就進，，必須上桌一起吃必須上桌一起吃。。有的人嫌他有的人嫌他
髒髒，，不願意一起吃不願意一起吃，，他就扭頭就走他就扭頭就走，，再再

也不來也不來。。他在我們家一住就是十天半個他在我們家一住就是十天半個
月的月的，，然後就不辭而別然後就不辭而別，，過幾天就又回過幾天就又回
來來，，每年過年都在我們家過年每年過年都在我們家過年。。
村長對記者說村長對記者說，，改革開放以後改革開放以後，，生活條生活條
件好了件好了，，崔金蘭家也蓋起了新房崔金蘭家也蓋起了新房。。他家兒他家兒
子結婚的婚房都讓給了子結婚的婚房都讓給了「「迷糊爺迷糊爺」」住住，，家家
裡吃什麼裡吃什麼，「，「迷糊爺迷糊爺」」就吃什麼就吃什麼。。

不懼不懼「「非典非典」」接回家接回家
崔金蘭的丈夫李德順說崔金蘭的丈夫李德順說，「，「迷糊爺迷糊爺」」

雖然身上髒雖然身上髒，，但是不討人嫌但是不討人嫌。。在家住的在家住的
時候還給看門時候還給看門，，家裡沒人親兄弟來了都家裡沒人親兄弟來了都
不讓進門不讓進門。。兒媳婦剛進家門的時候就納兒媳婦剛進家門的時候就納
悶家裡怎麼還有個老頭悶家裡怎麼還有個老頭，，還擔心她不高還擔心她不高
興興，，結果兒媳婦兒對結果兒媳婦兒對「「迷糊爺迷糊爺」」也非常也非常
好好，，經常給他做好吃的經常給他做好吃的。。
崔金蘭回憶說崔金蘭回憶說，，在鬧在鬧「「非典非典」」
（（SARSSARS））的那年的那年，，人人自危人人自危，，由於由於
「「迷糊爺迷糊爺」」經常走村串巷經常走村串巷，，鄉親們都怕鄉親們都怕
他進村他進村。。那時候他來的時候還患感冒那時候他來的時候還患感冒，，
我們也沒想太多我們也沒想太多，，就把他接回家裡就把他接回家裡，，給給
吃藥吃藥，，打了三針打了三針，，沒幾天就好了沒幾天就好了。「。「迷迷
糊爺糊爺」」最後就過世在我們家最後就過世在我們家，，村裡人也村裡人也
自發的有力出力自發的有力出力，，附近的道長還給免費附近的道長還給免費
發喪發喪，，最後就葬在村裡的祖墳最後就葬在村裡的祖墳，，每年清每年清
明等日子明等日子，，我們還會給他燒紙我們還會給他燒紙。。

道德建設，看起來很「虛」，不好
量化，但它是一個地區發展與幸福的
基礎。青縣為何好人多？記者帶着疑
問而來。在幾天的採訪中，一個個鮮

活的事例解答了記者的疑問。人人崇尚好人、人人
爭做好人。孝老敬親、扶危濟困、見義勇為的道德
模範，如今在該縣遍地開花。記者發現，當地最大

經驗就是讓好人不吃虧、為好人設重獎、讓好人有
好報。所以，做好事的人會更有責任感和積極性，
被幫助的人也會感恩社會，加入做好事的行列，如
此良性循環，爭做好人、爭做好事就自然有了很強
的生命力，在這種環境下，好人只會越來越多。而
民眾口耳相傳的「青縣好人多」等讚譽更成為一枚
名副其實的「金字招牌」，提升了小縣城的軟實

力，好多億元項目落戶青縣理由竟
然都是「青縣人好」。

青縣好人輩出，也是宣傳部、文明辦等部門
多年來幹實事的結果。青縣縣委常委、宣傳部長
陳玉環告訴記者，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我們就
是要樹好榜樣，讓道德之花開遍青縣。記者認
為，青縣經驗可以借鑒。

「百歲婆婆」殷玉蘭
長壽秘訣在兒媳

19001900多個道德典型多個道德典型，，受到國家和省市表彰的達受到國家和省市表彰的達108108人人，，2727

人榮登中國好人榜人榮登中國好人榜，，這不是內地一個省的數據這不是內地一個省的數據，，這組數字發生這組數字發生

在一個只有在一個只有4040萬人口萬人口、、名不見經傳的北方小縣名不見經傳的北方小縣——河北省滄州河北省滄州

市青縣市青縣。。近年來近年來，，青縣道德建設所取得的成績引起社會廣泛關青縣道德建設所取得的成績引起社會廣泛關

注注，，也吸引了主流媒體集群式讚譽也吸引了主流媒體集群式讚譽。。青縣為何好人多青縣為何好人多？？近日近日，，

本報記者帶這個問題前往青縣進行了採訪本報記者帶這個問題前往青縣進行了採訪。。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帆張帆 河北滄州報道河北滄州報道

河
「傻伯親人」崔金蘭
無怨收養流浪漢

「「守墓者守墓者」」董氏父子董氏父子
一生尋找無名烈士一生尋找無名烈士

■■董俊昌與愛人董俊昌與愛人
合影合影。。 張帆張帆 攝攝

■董俊昌的榮譽證
書。 張帆攝

盤古擇居之地：青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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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金蘭夫婦崔金蘭夫婦。。
張帆張帆攝攝

讓好人不吃虧讓好人不吃虧 為好人設重獎為好人設重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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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恩玲帶婆婆做張恩玲帶婆婆做
健身操健身操。。 苑立偉苑立偉 攝攝

■圖為記者在
與百歲老人殷
玉 蘭 進 行 採
訪。 苑立偉攝

■■敬老院的老人們敬老院的老人們
對周汝珍對周汝珍（（左左））讚讚
不絕口不絕口。。 張帆張帆 攝攝

■記者在敬老院門口與老人們合影。 苑立偉 攝


